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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会议纪要!

第六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会议纪要

""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$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

办"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$上海中医药大学承办的第

六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于
!"#?

年
#!

月
9

%

$

日在

上海市松江富悦大酒店隆重召开&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

会会长陈香美院士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陈凯先

院士担任大会共同主席& 大会共收到投稿论文
% 99@

篇"汇聚了来自中国$美国$日本$法国$加拿大等
#%

个

国家和地区的
% """

余名参会专家"其中有
8

位两院院

士"海外专家近
!""

名"就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历史$前沿

技术$临床和基础研究进展"展开充分的交流和研讨&

更多同仁携手推进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"尤其是在

'一带一路(合作框架下作出更大的贡献& 会议期间

颁发'

!"#?

年度步长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

术奖(& 经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

会组织专家进行初审和终审"评出获奖项目共
A9

项"

其中一等奖
9

项$二等奖
#A

项$三等奖
!%

项$科普奖

%

项&

在随后的特邀主旨报告会上"中国工程院院士$中

国中医科学院院长$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教授

介绍了
!"

年来"我国建成了一批高水平的中药研究平

""本次大会以'中西医结合"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(

为主题& 在开幕式中"重温了近
9"

年来中西医结合

医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中西医结合在服务体系$人才培

养$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累累硕果& 由上海市科学

技术协会主席陈凯先院士致辞拉开序幕"中国中西医

结合学会会长陈香美院士发表重要讲话"她指出#中西

医结合医学伴随新中国成立而诞生"伴随祖国强盛而

壮大"历届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中西医

结合事业"在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方针政策指导下"中

西医结合人必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"直面新的发展挑

战"紧抓新的发展机遇"担负新的历史使命"推进中西

医结合事业传承发展& 随后"上海中医药大学徐建光

校长$大会顾问委员会陈可冀院士$上海市卫生健康委

员会邬惊雷主任相继致辞"致力于打造一个具有广泛

影响力的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$知识互享$思路启迪的

平台"推动世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繁荣与发展&

会上发布了
!"#?

年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宣言

)中西医结合#为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而奋斗* "期望

台"突破了系列关键技术"并取得标志性研究成果"成

为阐释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$揭示中医药科

学内涵$制定标准规范的技术保障& 在中成药研究方

面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#药效物质和作用机

制研究不断深入+产品批次间一致性得到提升+产品的

质量标准得到提高& 并提出高质量的临床疗效证据和

高质量的中医药产品和服务供给"是推动中医药振兴

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& 中西医结合是未来医学的

方向"其优势要在实践中用数据彰显&

B.=C D332,

教授

美国罗格斯大学医学院的

神经生物学知名专家
B.=C D3

#

32,

教授介绍了美国国立健康

研究院
!"#9

年启动的'刺激

外周神经减轻疾病计划("用

于治疗脓毒血症$帕金森病$癫

痫$疼痛等& 其团队研究发现"

电针刺激'足三里(能降低内

毒素诱导的小鼠炎症模型中血清肿瘤坏死因子
!

$单

核细胞趋化蛋白
#

$白介素
9

和
"

干扰素等细胞因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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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"该疗效不同于'迷走神经刺激法("针刺抗炎作

用不因脾脏切除而消失"也不依赖于肾上腺素$去甲肾

上腺素等儿茶酚胺类激素的分泌& 电针通过穴位刺激

坐骨神经提高芳香族
B

$氨基酸类脱羧基酶蛋白表

达"激活神经免疫调控网络并通过肾上腺产生多巴胺"

从而实现全身抗炎作用& 如果给予
(

型多巴胺受体特

异性激动剂非诺多泮"可以有效降低血清中高迁延率

族蛋白
#

水平并观察到'类针刺(抗炎作用&

B2/E-F2 &2GE-

教授

""德克萨斯大学
+6

安

德森恶性肿瘤研究中心的
B2

#

/E-F2 &2GE-

教授介绍了结

合医学在肿瘤患者诊治中减毒

增效$提升生活质量中的应用&

重点介绍关于天然药物$针灸

和气功
:

太极这三个主要领域

的研究"临床前试验确定了华

蟾素的有效成分"

!

项临床研究揭示了其潜在功效+针

灸在疼痛$神经病和口干症的相关研究+气功和太极拳

如何改善接受放射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和前列腺癌患者

的生活质量& 此外"还介绍了其他生物机制以及举例

说明如何使癌症预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&

陈赛娟院士

""中国工程院院士$上

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

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$国家

转化医学中心 ,上海- 主任

陈赛娟院士讨论了关于中国传

统中药治疗白血病临床和机制

研究"介绍了其团队研究课题

'维甲酸
H

砷剂优化治疗初诊

IJB

的全国多中心$随机化临床研究(& 研究表明#在

IJB

的治疗中"对低$中危组患者"

I)7

可完全取代化

疗"而对高危患者"

I)7

可取代阿糖胞苷而减少化疗毒

副作用"临床疗效无明显差异& 还介绍了浙江大学血液

病研究所牵头的以高三杉酯碱,

KK)

-为基础治疗
I+B

的多中心临床试验"结果表明#与国际标准,

6I

-方案比

较"

KK)

可提高蒽环类
:

阿糖胞苷诱导化疗方案治疗初

发
I+B

中的完全缓解率"三年的生存率
KK)

方案较

6I

方案提高了
#!

!

%L

& 此外"在
M

,

?

+

!#

-

I+B

中"

KK)

抑制
+N&

基因表达的同时"显著下调高频突变
:

高表达
O()

基因的转录水平"基于上述机制"

KK)

可进

一步扩展应用于
I+B

中
+N&

基因表达增加的患者&

大会
#!

月
8

日下午设立医学和药学两个专场&

分别由
#?

位国内外中西医结合领域著名专家介绍了

中西医结合在医学领域和现代药学领域所取得的最新

成就"并围绕中西医结合在不同专科领域的临床和基

础研究进展进行交流"搭建友谊与合作的平台&

在医学专场"以色列舍巴医疗中心肠胃科炎症性

肠病服务部主任
PG2>/2- QE-

#

K2/=-

教授在演讲中

讨论了如何评估药物组合的加成或协同效应"以及如

何使用这些药物组合治疗炎症性肠病& 还回顾了一些

中草药疗法的临床试验"并提出它们作为结合疗法在

治疗炎症性肠病中的潜在作用&

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唐伟教授

介绍了华蟾素有效成分的抗肝炎$抗肝癌作用的效果

评价和机制研究"以及初步的联合用药评价"探讨了华

蟾素对肝癌治疗的循证医学研究& 华蟾素经薄层色谱$

高效液相色谱等方法"从中提纯出
R.S,3=-

$

<=-2R.S,

#

T=-

$

/ECR.S2TE-=-

等活性成分"并发现这些活性成分

可以通过线粒体以及
U,C

等细胞信号通路有效地诱导

KEVW!

$

QE3

#

8A"!

$

KBX

$

KEVW!

!

!

!

#@

等多系肝癌细

胞凋亡"通过
<

#

+EM:XYO

细胞信号通路抑制肝癌细胞

的上皮间充质转化,

X+)

-从而抑制其转移"并且可以在

表达
KQ1

的
KEVW!

!

!

!

#@

细胞系中有效地抑制
KQ1

的
>Y5I

表达而起到抑制
KQ1

复制的作用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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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"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$中国中医科学院望

京医院院长朱立国教授介绍了治疗颈椎病的旋提手法

及其操作规范& 利用旋转手法操作力学测量仪"确立

了旋提手法临床力学参数+应用人体压痛力学定量测

试仪"头盔式颈椎活动量化主要效应指标"并采用多中

心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证实旋提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

椎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+建立了动态同步髓核内压力

测量方法$三维激光脉冲式动态摄像系统"首次动态同

步测量旋提手法安全有效降低颈椎髓核内压力变化"

实现连续$动态的三维定点测量"动态描记颈椎各节段

三维位移规律& 解决了手法操作难以重复$难于量化$

安全性差的关键问题"为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提供了

一套安$便$廉$验的方法&

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杨永清教授在演讲中提出

靶标发现是创新药物的前提"对创新药物的研发具有

重要意义& 基于针灸治疗有效性的针灸效应物质基础

研究为靶标发现提供了新的临床路径& 可以从整体上

发现靶标及其相互影响的共作用靶标"最大限度避免

靶标发现的临床风险"提高靶标发现的临床成功率"降

低药物开发风险和成本&

皇家妇产科学院$爱尔兰皇家内科医学院$爱丁堡

皇家内科医学院研究员
&G,/3EC P,Z2-,

#

1E-M./,

教

授报告了与使用针灸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现有文

献的关键荟萃分析"使用特定关键词对
#%

个电子专

业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"找到
#9

个适合分析的合适

出版物"并根据
',[,[

和
P)Y(&)I

评分对其进行评

估& 结果显示"研究得分仅为
',[,[

评分的
!"L \

A"L

"而
P)Y(&)I

评分则
]9@L

& 这些研究报告相

对于标准药物管理方案的症状相对增加了
#

!

#@ \

#

!

98

倍& 荟萃分析表明"针灸治疗可能是治疗糖尿病

周围神经病变的可行$有效和潜在安全的辅助治疗

方法&

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主任苏帆教授介

绍了中$西医两种不同的围术期应激调控方法的有效

性和利弊"研究提出在应激反应发生发展对应的中医

肾元$气血及经络理论指导下"采用术前固护正气$培

元固本$术中通经活络$引领气血运行"术后回阳救逆$

补气益气$活血化瘀等综合方法来调控围术期应激反

应的发生$发展和转归"起到对手术创伤应激反应标本

兼治的调控作用&

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$中日友好医院副院

长姚树坤教授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最高层次是整合,

(-

#

MET/,M=2-

-"要做到在理论上融会贯通$在临床上优势

互用$在疗效上
# H# ]!

& 同时"还指出控制论$信息

论$系统论是医学的核心方法论"在科研中注重系统

生物学方法的应用"用系统医学思维指导我们的临

床实践"善于从结构$功能$代谢三个要素认识疾病"

重视整体与层级理念$强调多维度思考$主张综合医

学模式&

在药学专场"中国工程院院士$中国科学院大学药

学院院长丁健教授介绍了上海药物所在分子靶向抗肿

瘤药物新分子发现$新机制探明$新标志物研究及候选

新药研发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"在

近年来发现的数个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分子标志物"

例如#

>)7Y

抑制剂雷帕霉素疗效预测分子生物标志

物
V!8

"肝癌患者早期复发的重要独立标志物多聚免

疫球蛋白受体
V3TY

"

<

#

+EM

抑制剂疗效反应标志

物等&

日内瓦大学药学院教授$科学院副院长
'E,-

#

B.<

*23SE-[E/

介绍了通过高分辨率质谱数据相关的

KY+P:+P

分析"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水平绘制天然

提取物& 建立综合开发的数据库生态系统对未来几年

生药学发展以及最终在社会层面获得普遍积极的结果

具有极高价值& 生药学主要基于生物活性导向的分离

研究"将生药学方面已发表的有价值的知识与最新的

计算方法相结合"将加快发展进度& 其团队推进了

DKJB&

#

KY+P:+P

分子网络,

+5

-法的应用与进一

步发展"通过分类信息"

+5

结构一致性以及其他正交

分析数据的综合得分来提高注释可信度& 目前通过分

析其成分已经过充分研究的各类草药混合物来评估这

些方法的基准&

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院研究员$功能代

谢组科学实验室主任吕海涛博士介绍了代谢组学的概

念$方案$操作以及生物学应用"通过一系列典型实例

展示课题组如何将代谢组学与遗传策略相结合促进功

能小分子的发现"其模式变化可以通过定位最受影响

的代谢途径"如疾病进展"病原体毒性以及治疗靶点的

发现和验证"有效地描绘涉及多种生物事件的复杂

机制&

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姑息疗法$康复与

结合医学系杨培英副教授提出传统医学或天然产物在

癌症治疗中的临床前研究的挑战和前景"鉴于大多数

草药含有多种化合物"会产生多个靶向分子信号通路"

如通过定位肝癌和胰腺癌主要致癌途径,如原癌基因

和
J(%O:>)7Y

途径-"用槲寄生和夹竹进行靶向治

疗& 比较了多草药配方与任意单一草药的抗癌效果及

治疗潜力"最后对草药和天然药物的潜在应用领域提

出了建议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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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药科大学教授$临床代谢组学中心主任$天然

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课题组长齐炼文

教授介绍了基于液质联用的中药成分结构鉴定方法"

解析了丹七方中丹酚酸$人参皂苷$丹参酮的结构特征

和裂解规律"共鉴定出
# """

个化学成分& 发现丹七

方中丹酚酸类物质可以显著抑制神经氨酸酶活力"减

少代谢物
5

#乙酰神经氨酸的释放"而人参皂苷类和丹

参酮类物质没有显著作用& 丹七方中人参皂苷抑制心

肌细胞琥珀酸脱氢酶活力"减少代谢物琥珀酸堆积"通

过细胞内
K(U

#

#!

依赖途径和细胞外
WJY$#

通路"改

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&

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$天然药物活

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庾石山教授介绍了

其课题组开展的活性天然产物的发现及其功能研究"

特别是来自有毒药用植物中新颖结构活性物质的发

现$结构和功能研究& 通过对
#""

余种重要有毒药用

植物提取物的活性筛选"发现
9"

余种有毒药用植物

显示镇痛$抗炎$抗病毒等& 基于化学筛选和活性筛选

技术"对其中
@"

余种有毒药用植物进行了深入研究"

获取了
# """

余个化合物"其中发现新化合物
9""

余

个"新骨架化合物
!8

个"

?"

余个化合物显示很强的生

物活性"这些活性化合物的发现为有毒药用植物活性

物质的阐明和创新药物研究奠定了基础&

全军特需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$

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毒理与安全性研究分会委员高月

研究员系统介绍了已经建立的中药安全性研究关键技

术"如中药早期毒性发现的基于药物毒理基因组学及

代谢组学相融合技术+中药量毒关系研究的毒性评价

方法+中药相互作用研究的基于药物代谢酶与受体通

路的快速筛选等多种集成技术+此外"还详细介绍了中

药安全性评价的新技术研究进展"如模式生物$毒理基

因组学$毒性生物标记物$磁性悬浮技术$网络毒理学

及计算机毒理学等在中药川楝子$决明子$何首乌和补

骨脂等毒性研究中的应用&

北京大学药学院院长周德敏教授对三萜类化合物

可通过其构成性七肽重复区#

!

拮抗三聚体发夹状结

构进行报告& 三萜类化合物可抑制埃博拉病毒$马尔

堡病毒$艾滋病毒和具有不同构效关系的甲型流感病

毒的侵入& 三萜类化合物通过光致交联
KY!

捕获病

毒包膜& 使用氨基酸置换"表面等离子共振和核磁共

振分析埃博拉
KY!

#三萜类化合物的相互作用"发现

了三萜类化合物可结合的六个残基"导致疏水性螺旋

的包裹物和阻断
KY#

#

KY!

相互作用在三聚体发夹状

结构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&

同时"大会还设置
#"

个分会场"有
#"

个专委会

参加"包括肾脏病$心血管病$皮肤性病$医学美容$肝

病$消化内镜$神经外科$传染病$重症医学专委会专委

会"以及新成立养生学专业委员会"内容涵盖基础$临

床$药学等多个专业领域& 以
!!

个大会报告"

#98

个

专题报告"

%?"

份壁报等多种形式"为国内外同道提供

近距离学习"深度交流的机会"搭建友谊与学术交流的

平台& 会议客观$真实$全面地展现了近些年来中西医

结合医学的发展成果"赢得了海内外专家的普遍认可

和广泛赞誉&

,姚树坤"陈"洁"段绍杰整理-

,收稿#

!"#?

$

#!

$

#@

"在线#

!"#?

$

"#

$

"!

-


